
蛙声、蝉吟、鸟鸣，奏响了夏日
里的曼妙乐章，让灿烂的夏日画面
丰满灵动、生机盎然。我喜欢欣赏
夏日的绚丽多姿，更钟爱聆听夏日
的天籁之音。

清晨，睡梦依稀，几声鸟鸣穿
窗入耳，瞬间激活了我慵懒的神
经。我坐起身来，静心欣赏鸟儿的
美妙歌声。这般晨唱，赐给我一天
的好心情。

小区外的临江湿地公园，樟翠
竹青，花草葳蕤。午后，徜徉其中，
阴凉舒爽，绝对是消夏避暑的好去
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此
处的寂寥，避开了街市的喧嚣，使
人心绪安宁。

此起彼伏的蝉吟鸟鸣，更让
你品尝到免费的音乐盛宴。在林
中小径旁的木椅上悄悄坐下，别
惊扰了虫鸟们的歌唱。在这里，

蝉为主唱，“吱呀，吱呀”叫个不
停，它们的嗓门大、频率高，像是
歌厅里的“麦霸”，出尽风头。“咕
咕，咕……”“咕咕，咕……”两只
斑鸠的对唱，清亮激昂，吟唱夏季
里的浪漫情歌。

枝杈上的黄鹂不时“啾啾，啾
啾”轻声呢喃，仿佛是一群嬉戏的
孩童。八哥的昂首唏嘘，像吹口
哨，婉转悠扬。偶尔，不知名的鸟
鸣点缀其中，犹如旋律中的和音，
恰到好处。

聆听夏夜雨声，别有一番趣
味。开始，热风劲吹，院外的竹林

“哗啦啦，哗啦啦”作响，节律逐渐
由慢转快，变成“呜呜”的声响，像
吹箫笛；转眼之间，一道道闪电射
进窗内，照得家里一片彤红；紧接
着，“轰隆隆，轰隆隆”的雷声不绝
于耳，如擂鼓，有紧有慢，有强有
弱。

降雨与雷电相随，雨滴与窗户
玻璃撞击的声音，格外清脆。风
声、雷声、雨声交织一起，似管弦

乐、打击乐交替，慷慨激昂又余音
袅袅。雷雨过后，片刻的宁静，那
是夜曲中的休止符。很快，各种虫
蛙争先亮喉，你方唱罢我登场。有
独唱，有对唱，也有大合唱，恰似一
场夏夜演唱会。

率先入耳的是蟋蟀的叫声，
“唧唧，唧唧”高分贝，尖嗓音；青蛙
的叫声“呱呱呱，呱呱呱”，节奏分
明，抑扬顿挫；这里还有其他昆虫
的声音，各具特色。这些声音混合
搭配，好像一曲轻音乐，又如一首
协奏曲。静静地听，细细地品，那
感觉柔和优美，令人浮想联翩，不
忍熟睡。

夏日的天籁之音，真切自然，
幽雅动听，让人忘却了天气的溽
热，心底透着一股清凉。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
湖区卫生健康委）

听 夏
□童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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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喧嚣如同一张无形的
网，日复一日地束缚着人的心，日
子久了，让人不禁渴望挣脱，去往
更开阔的地方透透气。放假了，
我便携着妻儿，驱车往老家的方
向奔去，想寻觅一段静谧的时光。

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向后退
去，仿佛也在为我们让出一条通
往宁静的道路。终于抵达故乡，
那熟悉的空气瞬间将我们包围，
乡下的空气里浮动着青草与泥土
交织的清香，那是一种能瞬间治
愈疲惫的自然香氛，连呼吸都染
了几分清甜。

夜幕降临，整个世界仿佛被
按下静音键。夜色如墨染的绸
缎，浓稠得仿佛每一寸都浸透了
宁静，连星星的私语都听得格外
真切。在这般安宁的怀抱中，自
然是沉沉酣睡，直到晨光如温柔
的手指轻轻拂过窗棂，人便在清
甜的呼吸中，满怀着舒畅与活力
醒来了。

既无俗事缠身，我便想着去
附近走走。望着眼前的田野，我
记忆的衣角也被渐渐掀开。小时
候，乡亲们在麦地里套种棉花。
我的思绪便不由自主地回到儿时
跟着父母种棉花的情景……

种棉花的流程宛如一场冗长
而烦琐的仪式，从育苗、移栽到施
肥、打药，直至最终摘棉花，环环
相扣，持续近半年时光，让人从仲
春忙到深秋，满心疲惫。通常在
清明节过后、谷雨节气未至的当
口，父母便一头扎进忙碌里。他
们在麦田地头辟出一方苗床，宽
度一米三四，长度十七八米。用
铁锹挖出的泥土，浸湿后，用“植
播器”打成圆滚滚的泥墩，我们那
里的人唤作为“棉花墩”。打好的“棉花墩”整整齐齐铺
满苗床，父母把泡过种衣剂的棉籽小心地点进泥墩的浅
窝，再覆上薄土。随后支起竹条，覆上塑料薄膜，四周严
严实实地封好——这小小的苗床，就此便成了一家人希
望的温床。

种下棉籽后，父母每日清晨都要去地里掀开苗床两
头的薄膜透气，傍晚再用土重新封严。约莫月余，待棉
苗萌出三四片圆滚滚的叶子时，便到了移栽的时节。记
得我在七八岁时，第一次跟着父母移种棉花。当时，我
和两个姐姐提着小竹篮，一趟趟把“棉花墩”从苗床运到
麦田里种植的地方。父亲主要负责挥动铁锹挖出一垄
垄小坑，母亲的任务是将棉苗植入泥土。那时麦秆尚
青，锋利的麦芒在晨曦里闪着冷光，不过片刻工夫，我们
的胳膊和腿就被扎得红肿起来，日头一晒，又疼又痒。
正是在这样的劳作里，我年幼的心第一次掂量出父母肩
头的重负和生活的不易。

麦收过后，绿油油的棉苗在沃野上舒展身姿。印象
里最煎熬的经历，是捉棉铃虫的日子。盛夏时节，棉花
蹿到人胸口高，棉铃虫也在这时汹涌而至。它们专爱躲
藏在棉桃根部的叶片下，或蜷在娇嫩的花蕊间“搞破
坏”。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常常赶在晨露未消时下
地，因为这时虫子们还赖在露珠里贪凉。我们弓着腰，
顺着棉株仔细搜寻，露水和汗水总把衣衫浸得湿透。阳
光晒得棉叶发亮，虫子们在指间扭动挣扎，一个清晨下
来，虽然腰、胳膊酸痛，但是望着身后那片干干净净的棉
田，心里总会感受到莫名的踏实。

时间转眼就到了金秋，棉桃次第炸裂，露出雪白的
棉花。到了摘棉花的晴日，我们姐弟便把母亲用旧衣裳
改成的棉兜系在腰间，一头扎进棉田摘棉花。此时的棉
桃虽然裂开，但是外壳却硬得硌人，劳作半日，指关节通
常会被刺得红肿疼痛。我们把采摘的棉花轻轻铺展在
用麻秆精心编织的织箔上，静待阳光的洗礼。阳光如同
温柔的手掌，轻抚过每一朵棉花的纹理，将其中蕴含的
自然芬芳缓缓烘烤出来。那是一种独特的香气，既有阳
光的明媚与温暖，又夹杂着大地的质朴与宁静，仿佛能
让人捕捉到阳光本身的气息——清甜、干燥，带着一丝
田野间独有的旷野之味。晒干后的棉花被装进麻袋，被
父母堆在堂屋东间，像一座蓬松的小山，是我们姐弟捉
迷藏的乐园。

待到深秋，棉桃还零零星星开着，为了不耽误播种
冬小麦，父母会将棉株连根拔起，堆在院子里暴晒。在
初冬的暖阳下，直到最后一批棉花“簌簌”绽放，种棉花
漫长的经历才被画上句号。棉花秆被当成柴火，燃烧起
生活的暖意。卖棉花得来的钱，大部分做了家用开销。
母亲通常还会留下一部分棉花，为我们缝制冬衣棉鞋。
想起那无数个寒夜，我裹紧新棉被，看着母亲在昏黄的
灯光下穿针引线的情景，突然发现那些清苦的岁月竟也
泛起金色的光晕。

如今，走在田野里，想着机械的轰鸣早已代替了手
工的劳作，而商场里的蚕丝被虽然光鲜柔软，但是再也
找不到那种带着阳光味的温暖。每当我触摸到棉制品
时，那些麦芒的刺痛、棉铃虫的蠕动、母亲灯下的剪影，
总会带着岁月的潮气悄然漫上心头。原来记忆里的艰
辛，早已沉淀成生命里最柔软的部分，像棉花一样，轻轻
裹着所有为生活打拼的日子，成了岁月动人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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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热爱的路上前行
□巩贵宏

心脏，这台人体永不停歇的
“发动机”，微妙的律动维系着生
命。心血管内科的医生，便是能
够读懂这些复杂韵律、修复其失
调音符的人。

李晓宇是河南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病区的一名主
治医师。从医十几年来，她始终
奋战在临床一线，从懵懂青涩到
独当一面，每一步都凝结着汗水
与付出。面对复杂的心血管疾
病，她总是能够迅速做出判断，精
准施治，用专业诠释着医者仁心，
用行动扛起了医者责任。“医德高
尚，任劳任怨，心系患者”是患者
对她评价。李晓宇一直将自己定
义为“生命的守护者”。面对突发
的心肌梗死时，李晓宇化身与死
神赛跑的勇士，分秒必争，重新奏
响生命乐章。

“晓宇医生，您救了我女儿的
命，也救了我们的家，您是我们的
恩人啊！”患者小孙的妈妈泣不成
声地拉着李晓宇的手说。29岁的
小孙和家人用餐时突然出现胸

痛、胸闷症状，感觉胸口就像压了
一个大石头，家人紧急把小孙送
到医院。到医院时，患者心前区
疼痛难忍，血压偏低，生命垂危。
李晓宇迅速判断患者的病情，并
立即启动急诊手术。由于患者术
前血压过低，手术面临极大的挑
战。但是，李晓宇凭借在北京进
修时学到的技术，临危不乱，成功
为患者打开了生命通路。

在手术中，李晓宇结合患者
的病情，判断可能存在自发性冠
状动脉夹层，果断应用腔内影像
学技术进行验证。这一精准判
断，不仅避免了患者介入手术中
的二次伤害，还为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提供了有力依据。最终，李
晓宇凭借娴熟的技术和冷静的判
断，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也挽
救了一个家庭。

去年7月一天，李晓宇结束了
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看到餐桌
上的蛋糕和长寿面才想到今天是
自己的生日。就在一家人开开心
心地吃饭时，李晓宇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起：“李医生，我们家老爷
子胸痛发作了，现在出了很多汗，
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面对
这样的紧急情况，李晓宇毫不犹
豫地说：“我马上回医院……”看
着身边为自己庆祝生日的家人，
李晓宇心存愧疚，但是家人却坚
定地说：“你去吧，救人要紧，生日
蛋糕给你留着。”李晓宇赶回医
院，再次投入抢救生命的战斗
中。面对焦急的患者家属，李晓
宇劝慰说：“别怕，有我们在这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除了做好临床工作外，李晓
宇还非常注重医学教育。李晓宇
深知，培养优秀的医学人才是医
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从
事教学工作以来，李晓宇带教实
习生、进修生等50余人，“规培”医
师20余人。每一次教学查房，李
晓宇都会认真准备，熟悉每一位
患者的病历，用一个个实际案例
为学生们详细讲解疾病的诊断要
点、治疗方案和注意事项。李晓
宇坚持每天学习，把枯燥难懂的

医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授
给学生。

“李老师的自信、严谨给了我
们无尽的力量和引导，她会事无
巨细地关心我们。有她在，我们
很安心。”这是学生对李晓宇的评
价，也是对李晓宇工作的褒奖。
学生们在李晓宇指导下，在考核
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逐渐成
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
事，认认真真做学问。”这是李晓
宇对学生们的要求，也是对自己
的鞭策。李晓宇深知，医学的进
步离不开科研的推动。李晓宇在
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始终保持
着对科研的热爱和追求，她带领
学生们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并多

次在会议上发言。在冠心病介入
治疗方面，李晓宇依托科室介入
团队，参与并完成了多项科研技
术项目，包括复杂冠脉介入治疗
的创新性研究。李晓宇取得的科
研成果，不仅丰富了心血管疾病
的治疗手段，还为后续研究提供
了宝贵的参考，成为科室科研工
作的中坚力量。

铿锵玫瑰，一路芳华。李晓
宇把工作岗位作为奋斗的舞台，
以科研为翼，以仁心为舵，在医学
的海洋中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在未来的日子里，李晓宇将继续
秉承初心、砥砺前行，在医学道路
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李随营/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胸科医院）

车子驶向了长江大桥，眼前
豁然开朗的阔大景象告诉我，目
的地到了。

出行前，我在网上找寻了半
天，选定了一家酒店——桂苑。
我对这个酒店极为称心，不仅名
字取得好，而且位置也不错，位于
桂子山上，在一所校园内。走进
校园，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浓密的
绿色，转几个弯后，我来到桂苑，
就像回到了学校宿舍，整个人都
是放松的。

清晨，我早早起床，沐浴着夏
日的阳光，在青青的校园里漫步，
处处都能感受到深厚的文化底
蕴，氤氲着催人奋进的力量。校
园的道路被高大且有年份的树木
笼罩着，假日里多数学生返乡或
外出游玩，校园里显得有些空
荡。我一步一步走着，感受着分
分秒秒，时光突然变得慢了下来。

我在羽毛球场的台阶上坐
下，有种时空回转的恍惚。几位
老教授在晨练，他们鹤发童颜、精
神矍铄，一辈子待在校园里，真是
快意人生。略显陈旧的教学楼、
学生宿舍、教职工宿舍，带着岁月
的痕迹。历经百年风雨的校园有
着不同于新校区的独特气质，那
就是经过岁月沉淀后的能让人沉
下心来的笃定从容。

听闻每周五 22 时操场熄灯
之后，学生们会打开手机的照明
灯在夜色中唱歌跳舞，在星星点
点中享受快乐的时光。

江风习习，带着江水的气息；
水深江阔，感受长江的瑰丽雄
奇。汉口江滩之上是宽阔的绿色
植物带，依偎着长江，形成了巨大
的江滩公园。江面上货轮往来，
这是一条繁忙的“黄金”水道。长
江不仅是母亲河，还是江城人心
灵的归宿。大江悄无声息，日夜
奔流，见证着两岸沧海桑田般的
变迁。面对长江，就像面对着流
淌的历史。古往今来，长江生生
不息，给两岸多少百姓带来了生
的希望，孕育了璀璨的文化。

夜幕降临，长江两岸灯火辉
煌，高大的建筑变换着灯影，像舞
台上的模特竞相展示着风采。江
畔，年轻的歌者旁若无人地唱着
伤心的情歌，仿佛要把所有的情
绪倾注于滔滔江水。人们逐水而
居，不只是生存便利，也许带着对
长江的崇拜，从雪域高原到浩瀚
的大海，纵横万里，拥抱江河并化
身这广博的一部分，似乎能让我
们忘却自身的渺小。这种近乎永
恒的存在，不舍昼夜地流动，是时
间最好的诠释，长江从远古走来，
也必然流向明天，而属于我们的
只有此时此刻。

江城多山，珞珈独秀。武汉
大学集秀丽山色与人文历史于一
体，进校参观的游人排成长长的
队伍。图书馆、文学院、老斋舍等
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古朴典
雅、巍峨壮观，今日看来仍感震
撼。老斋舍紧邻樱花大道，樱花
盛开时节，推开窗户便能欣赏潇
潇洒洒的樱花雨，浪漫至极。一
些山势崎岖的小路，植被茂密，行
人较少，不同于别处的人声鼎沸，
我更喜欢在这样的曲径通幽处游
走。

学生们结伴在东湖湖畔骑
行，说着笑着轻盈地驶过。看着
平静的湖水，湖面上的荷叶，我的
目光飘向远方，思绪是空灵的，好
像镜子般的湖面能洞察心底的一
切。江城的雨说下就下，下一阵
停一阵，不疾不徐，这是北方少有
的细雨。在细雨中，远山如黛，近
水含烟，东湖愈发含蓄动人。夜
幕之下，这一片湖光山色，灯影摇
曳，有种梦境般的柔情与宁静。

返回桂子山，一天的疲惫散
去大半，我无意间瞥见“山城菜
馆”几个字，顺着标识，沿着教职
工宿舍区走了一段曲曲折折的
路，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我们
要了川霸花椒鱼、虎皮辣椒、鱼香
肉丝等，搭配着米饭吃，菜味地
道，价格平实。

菜馆其他几桌客人均是学

生，三五个人，不紧不慢地边吃边
聊，神情中透着沉静淡然。正前
方是一对母子，女士40多岁的样
子，她的儿子八九岁，我以为她是
学校的老师。只见他们母子要了
好几个菜，桌子就要被摆满了。
疑惑之间，她和菜馆的服务员聊
了起来。她是2005年毕业的，现
在是山东一所学校的老师，20年
没有回来过，这次趁着假期带儿
子回母校看看，第二天就要回山
东了。虽然我们所坐的位置离他
们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能感受
到她抑制不住的激情。

20 年是大学念书时间的 5
倍。她走出校门时风华正茂，如
今已是不惑之年。熟悉的一草一
木，熟悉的教学楼、宿舍楼、操场，
再去一次山城菜馆，只为尝一尝
学生时代的味道。20年前，她也
曾和同学在此聚会聊天。

同样20年前，一位在江城上
大学的同学给我写信，相约一同
游遍江城所有的大学；后来，因故
没能如愿，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
不免唏嘘。如今我来了，好似赴
一场20年前的约定，只是邀约人
早已不在。有些过往，注定是遗
憾。

走出山城菜馆，外面下着
雨。雨越下越大，似乎诉说着光
阴的故事。凌晨 3 时，我被窗外
的雨声吵醒。酒店前台给我换了
一个房间，可以看见东湖。我透
过窗户往外看，雨下得绵密充沛，
不远处的东湖一片朦胧。在密集
的雨声中，我反而睡得踏实了。

走在长江大桥上，抬眼便是
黄鹤楼，千百年来，它傲然矗立，
俯视着奔涌的长江。“日暮乡关何
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黄鹤楼
和长江成了多少读书人挥之不去
的“乡愁”。黄鹤楼是相聚之地，
亦是别离之地。浩荡江风，既唤
醒了曾经的记忆，又吹散了再也
回不去的曾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县
人民医院）

江城漫时光
□杨华明

■人生感悟

■心灵絮语


